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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观报道：CCTV《新闻联播》

正确把握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电视新闻的舆论导向 

作者： 赵先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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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视作为一种受众面广泛的传播媒介，对于热点新闻的报道具有极大的影响力，因此舆论导向的把握至关重要。中国加

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进程及相关新闻的报道，在电视新闻中近年来一直保持着相当的重要性。中央电视台处于国家台的地

位，责无旁贷地对此给予了准确、及时、充分的报道。由于《新闻联播》是全国唯一同时转播的电视栏目，具有很强的

代表性，故而我们主要以该栏目所播出的新闻为例，对有关新闻进行评述。  

一、 客观报道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进程  

及时报道动态消息，密切关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进程，这是电视新闻的鲜明特点。比如《朱镕基和克林顿就中国加入

世贸组织问题发表联合声明》（1999年4月1日）、《朱镕基和克林顿同意中美加紧进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》（1999

年4月14日）、《日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共识》（1999年5月5日）、《中日发表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双边谈判的

联合新闻公报》、《中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举行会谈》（1999年11月10日）、《中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双边协

议》（1999年11月15日）、《中加签署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双边协议》（1999年11月27日）、《中国与欧盟开始举行关于

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一轮会谈》（2000年3月28日）、《中国和欧盟将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继续举行会谈》（2000

年4月26日）等等，这些节目仅仅是事实的客观报道，很少主观的评价。尤其是中国与欧盟的谈判，一波三折，具有相当

的戏剧色彩，在未达成协议以前传媒必须慎之又慎，不能对谈判进程产生不利影响。在2000年5月15日至19日的关键性谈

判过程中，中央电视台新闻采访部综合组专门负责与外经贸部联系的记者，每天都死盯着谈判进展，但决不轻易发消

息。当协议终于达成时，重大新闻《中国与欧盟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达成双边协议》也就立即在5月19日《新闻联

播》中播出了。  

二、 运用人物专访和世界舆论来表明媒体立场  

客观报道并不等于媒体没有自己的倾向性，对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样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，一个对内代表党和政府、

对外代表国家和民族的国家电视台是不能没有明确立场的。但这种立场是通过电视手段表达的，常用的形式为人物专访

和利用世界舆论来画龙点睛。比如《石广生就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发表谈话》（1999年4月1日）、《石广

生重申加入世贸组织的立场》（1999年5月7日）、《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就中国与加拿大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双

边协议接受电话采访》（1999年11月27日），这些节目就是借助人物专访来体现国家立场和政府态度的，及时地替电视

观众提供了需要了解的信息。而《四方贸易部长会议支持加入世贸组织》（1999年5月13日）、《澳总理认为中国加入世

贸组织十分重要》（1999年7月16日）、《世界各国积极评价中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达成双边协议》（1999年11月

16日）、《各国高度评价中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双边协议》（1999年11月17日）、《法国媒体对中美就中国加入

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反映热烈》（1999年11月17日）、《香港特区政府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有利于香港发展》（1999

年11月18日）、《马来西亚工商界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促进中马经济合作与发展》（1999年11月20）、《美国众议

院领导人呼吁国会尽快批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协议》（2000年2月16日）、《美149名著名经济学家联名支持中国“入

世”》（2000年4月28日）等等节目，巧妙地营造了一种为中国“入世”鼓劲和呼吁的舆论氛围，体现了全球视野和宣传

艺术。  

三、 强化新闻背景增大信息含量  

现代传媒的受众意识逐渐增强，在新闻报道中尽可能多为受众着想，已经成为媒介人士的自觉行为。其中，提供新闻背

景就是比较普遍的一种办法。中央电视台《新闻联播》堪称黄金时段的黄金节目，节目长度一般受到严格控制。但对于

特别重要的新闻，也往往采取组合报道方式。关于中国“入世”谈判的重要新闻，除了发消息以外，配发新闻背景，属

于深度报道的形式之一。比如《新闻背景：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进程》（1999年11月15日）就是紧跟在《中美双方

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双边协议》之后的，深化了新闻的内涵。中国的“入世”之路长达十几年，用朱容基总理的话

来说，就是黑头发都要谈成白头发了。其艰难程度是不言而喻的。中美之间达成协议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，值得媒体充

分报道。然而很多人并不十分了解此前中国入世的主要进程，电视新闻增加背景报道是为观众着想的表现。如果没有相

关背景的报道，人们会很不解渴。  

当然，背景报道的播出也要服从舆论导向的需要 ，不能一味“炒作”。中国与欧盟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双边协议

后，由于考虑到中国离最后“入世”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等等原因，不宜过分渲染眼前的成功，因此电视报道也保持了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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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

作者：韩鸿┊ 1900-01-01 

1999年，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

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，影响他们发展的

最大障碍是什么。回答不是食品、住房

或医疗卫生，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。[1] 

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，给弱势群体

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，…… 

· 媒介管理之可持续发展战略观 

作者：罗晓娜┊ 2006-05-29 

  一、 媒介与管理  媒介管理，顾

名思义即是指存在于媒介领域内的管理

问题。媒介是一种复杂的实体，其性

质、类型及功能的定位都是随着不同的

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，与之对应

的一切管理与营运也是应势而动。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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静的姿态，没有在这上面大做文章，一些有关中欧经贸关系的解释性、分析性的背景报道就“淡出”了，只是在当天晚

上九点的《现在播报》中播出了比较低调的相关背景报道《中国与欧盟谈判进程回顾》。  

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，也是媒体之间新闻竞争的过程。中央电视台《新闻联播》在竞争中始终保持了“帮忙而不添

乱”的风范，把握了正确的舆论导向，应该说是做到了大事不漏、有理有节、立场鲜明。  

（责任编辑：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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